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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视域下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策略研究
韦秀玲

（广西柳州融安县实验小学，广西 柳州  545400）

摘要：随着教育改革深入，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工作应得到进一步优化，教师要积极引入新的育人理念、教学方式，以此更好地引发

学生兴趣，强化他们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水平，提升育人效果。《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指出：“义务教育语文课

程培养的核心素养是学生在积极的语文实践活动中积累、建构并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表现出来的，是文化自信和语言运用、思维能力、

审美创造的综合体现。”通过将核心素养渗透到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内容，拓宽育人路径，对学生更全面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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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素养视域下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价值

（一）有利于激发小学生阅读兴趣

当前，很多教师在展开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工作时，未能重视

对学生兴趣的激发，阅读教学内容多是教材知识，很少能结合互

联网上的优质阅读资源、图书资源等展开拓展阅读，这对提升阅

读教学效果极为不利。通过引入核心素养理念，能实现对阅读教

学内容都进一步丰富，让小学生在阅读中产生更深入思考，这对

提升阅读教学的趣味性有重要促进作用，有利于激发小学生的阅

读兴趣，提升育人效果。

（二）有利于小学生形成优秀观念

小学阅读教学内容非常丰富，其中除了会涉及到一些字、词、

句，还有科学、艺术、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内容，语文教材中的文

章多是经过教育学者、专家的筛选和考证，所选的文章内容有很

强的教育性、思想性、艺术性，是非常优秀的核心素养载体。在

展开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时，通过发掘其中的核心素养内容，能够

实现对小学生综合品质、道德思想的培养，帮助其形成正确、积极、

向上的价值观、人生观，对其长远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

（三）有利于小学生树立远大理想

通常来说，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文章蕴含了作者对于人生、社会、

自然的看法与思考，其中的很多内容具有深厚哲思。在展开小学

语文阅读教学时，我们通过探究其中的核心素养元素，能够让小

学生对于阅读内容中的优质思想、理念展开更深入思考，引发小

学生和文章作者的情感共鸣，帮助他们在阅读文章时反思自身缺

点，使其将文章中的优秀人物作为自己的精神目标，进而让小学

生形成更远大理想。

二、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现状分析

（一）应试教育思想严重

当前，很多教师在展开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时，会受到传统育

人观念的影响，他们会将主要精力放在阅读理论知识的教学上，

缺乏对小学生阅读情感的教育，不利于他们在阅读课堂上主体地

位的体现。此外，受到应试教育观念影响，部分教师在面对一些

非考点的内容时会跳过，这样会导致小学生的阅读过程不连贯。

同时，很少有教师能主动拓展小学生的阅读范围，这样会导致其

很少阅读和教材无关的书籍，不利于小学生思维的拓展，阻碍他

们核心素养的形成与发展。

（二）阅读兴趣不甚高涨

当前，很多小学生在阅读中都处在被动地位，他们很少能从

阅读中感受到快乐，难以和所读文章的作者产生情感共鸣。同时，

在小学阅读教学中，教师很少能对阅读教学内容展开深入分析，

这样会导致小学生难以找到阅读重点，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小

学生对所读文章产生深入理解，他们的阅读主动性也会在无形中

消磨殆尽。此外，教师很少能对阅读教学形式展开革新、优化，

对于信息化手段的引入不足，这些都会阻碍小学生阅读兴趣的生

成与发展。

（三）阅读内容较为单一

当前，社会竞争变得愈发激烈，很多小学为了提升自身的升

学率，会将教育重点放在提升小学生的考试成绩上，忽视了对阅

读教学内容的拓展与优化，教师也很少能认识到核心素养对小学

生长远发展的重要作用。此外，一些学校虽然有图书馆，但其中

优秀的、符合小学生阅读期待的书籍很少，这也是阻碍小学生阅

读能力提升、核心素养发展的关键因素。

三、核心素养视域下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策略

（一）组织文化活动，培养文化自信素养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指出，文化自信是

指学生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具有坚定信心。

文化自信也是小学语文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在展开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时，我们应重视对小学生文化自信素养的培养，

这样方可使其通过阅读更好地理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

强他们的文化自豪感、认同感。为此，在展开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时，

我们可以组织一些文化活动，以此帮助小学生对中华文化产生更

深入理解，提升其文化自信素养。

例如，在展开“惠崇春江晚景”的阅读教学时，为更好地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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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小学生理解阅读文章内涵，使其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我们可以开展一个诗词朗诵活动，以此帮助小学生阅读更多优秀

古诗词内容，帮助其积累更为丰富的传统文化知识，这对增强他

们的文化传承能力、文化理解能力有重要作用，进而使其形成更

强的文化自信素养。

又如，在展开“元日”这一诗歌的教学时，我们可以组织小

学生开展一个“喜迎春节”的文化活动，在活动中，小学生可以

自行制作剪纸、窗花、对联等，而后将其张贴在教室中，以此营

造一个趣味性、教育性兼具的氛围，提升教学效果。在此过程中，

小学生对除夕这一传统节日将产生更深入理解，对传统文化的感

知也会变得更为深刻，这对提升其文化自信素养有重要促进作用。

（二）结合情境教学，发展语言运用能力

语言运动能力是语文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引入小

学语文阅读教学，能大幅提升阅读教学效果。在此过程中，我们

可以尝试创设一个更为优质的阅读教学氛围，这是提升阅读教学

效率的关键。良好的情境能有效激发小学生的阅读兴趣，让他们

在外部环境的引导下，展开更有效交流，这对其语言运动能力提

升有极大助力作用。在阅读教学实践中，我们可以尝试创设一些

趣味性、教育性兼具的情境，让小学生能主动表达、积极探索，

这也是培养其核心素养的重要方式。

在课堂中，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和“今日说法”类似的模块，

让小学生通过模仿的方式展开阅读知识学习，以此实现既定的阅

读教学目标。此外，结合不同的阅读教学内容、小学生知识储备、

认知特点等因素，我们可以组织小学生结合阅读教学内容编写剧

本、展开演讲，让他们能实现下笔如有神、出口能成章，这对其

语言运用能力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

又如，在展开“鸟的天堂”的教学时，为发展小学生的语言

运用能力，我们可以利用媒体视频，为小学生播放一段热带丛林

的视频，并鼓励小学生仔细观察，结合所学知识，对视频中的动物、

植物等展开描写，以此增强他们的语言运用能力。通过情境教学，

能极大丰富小学语文教学内容，有利于他们形成更为完善的语文

知识体系，促使其语文核心素养得到进一步发展。

（三）创新教学方法，提升学生思维能力

思维和语言的关系极为密切，在展开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时，

我们应重视对小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帮助其更好的表情达意。

在以往的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通常是处在主导地位，小学

生常会出现阅读动力不足、阅读效果不好等问题，这样会极大影

响小学生思维的发展。为此，在展开核心素养下的小学语文阅读

教学时，我们应主动革新教学方法，将更多趣味性、教育性兼具

的手段引入阅读教学课堂，以此助力小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进一

步提升。为此，我们可以将小组合作教学引入阅读教学课堂，通

过组织小学生结合阅读内容展开讨论的方式，让他们实现思维的

碰撞，从而拓宽其思维。

例如，在展开“草船借箭”这一文章的阅读教学时，我们可

以结合文章内容组织小学生展开讨论。在小学生讨论前，我们可

以对其提出一些阅读问题：“如果你是诸葛亮，能用什么方法借

到箭？如果借不到箭，对于战争会有什么影响？”结合这些问题，

小学生的思维将变得更为活跃，他们对于阅读文章的理解、文中

人物的认知水平也会进一步提升。通过此方式展开阅读教学，除

了能进一步丰富小学生的阅读知识储备，还可促使其形象思维、

逻辑思维、辩证思维等得到进一步发展。

（四）融入美学元素，提高审美创造素养

在展开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工作时，我们应重视对美学元素的

融入，以此增强小学生的审美创造素养。在语文课程中，审美通

常是指所学文章的语言美、意境美，小学生通过文字能够更好地

感受语文知识中的美元素。通过展开高质量的语文阅读教学，能

够让小学生更好地品味语言的魅力，从而加深语文阅读教学与语

言审美的联系，提升育人效果。在阅读教学实践中，我们应采用

更为直观化、形象化、生活化的方式展开教学，帮助小学生更好

地把握文字特点，使其更好地品味文字内涵，提升他们对所读文

章的审美鉴赏能力。小学语文教材的构成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到

人格美、艺术美等诸多内容，为此，在展开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时，

我们应重视对阅读内容展开更深层次的分析、解读，这样方可帮

助小学生更好地发掘文中的美元素，引发小学生的情感共鸣。另外，

在通过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培养小学生的审美创造素养时，我们应

尊重语文学科的特点，不能将其变成美术鉴赏或者音乐鉴赏。

例如，在展开“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的阅读教学时，

我们可以选择和诗歌内容对应的古典乐曲作为背景，而后引导小

学生展开诗歌诵读，以此帮助其在阅读中感受到诗歌的意境美、

节奏美和韵律美，这对提升他们的审美创造素养有极大促进作用。

又如，在展开“竹节人”的教学时，我们可以结合实际情况，

为小学生提供一些实践活动材料，让他们自己动手，制作竹节人。

这样除了能让他们感受到文章的文字美，还可使其在实践中感受

到竹节人的动态美、自然美，这对提升他们的审美创造素养意义

重大。

四、总结

综上所述，若想提升核心素养视域下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效果，

我们可以从组织文化活动，培养文化自信素养；结合情境教学，

发展语言运用能力；创新教学方法，提升学生思维能力；融入美

学元素，提高审美创造素养等层面入手分析，以此在无形中促使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质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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